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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秘l沟担蜂 (Casin~t ri口∞ nhof )是马尾橙 毛虫(D删dr0I伽似s Ⅱ crdIqs wBl- 

kr) 的主要寄生无散，它主簧寄生 l一 4蔚梧毛虫幼虫，其最高寄生率选Be．64 ． 

鼎舯『淘姬蜂的垒世代发育起点丞度为9．D±D．B℃．有鼓积温44B．0日度，雀辩南埘阳县每年发生6— 

7代，以幼虫在橙毛虫坊虫悻 内越冬． 幼虫老熬时钻出寄主，爬 至橙针壶钕栈上绪茧化墙． 雀不同的生 

境中，该蜂对梧 毛虫 的寄生率有明显差异，以在橙闫淮空#中寄生率最高， 对当代梧毛虫曲年乎均寄生 

率可选3B．5B ，而在植被稀少的琉残梧林中寄生率最慨，但 i1．6B ．其寄生率还随寄主世 代 不 同 商 

异，一舷 对第 3代橙毛虫的寄生率最高，第 i代欢Z。第 2代晕低． 嵌 蜂种群敖量连年城动与垒年霜 

冻日皴成负植关，与 当年 7 8月份降_峒量和】O月份平均气温戚正相关． 

兽键饵，黑锚沟姬蜂，爱育起点温度，有鼓积温． 

黑侧沟姬蜂是 马尾松毛虫 1— 4龄幼虫的主要寄生天敌 ，除寄生马尾松毛虫外，还寄生 

多种鳞翅目害虫的幼虫。它对马尾松毛虫幼虫的最高世代寄生率达66。64 ，对松毛虫种 群 

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从1979一l 985年，我们在湖南 浏阳县连续 7年对其进行了生物学观察 

相种群消长规律的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整理于下。 

研 究 方 法 
(--)试验林地设置 

为了比较不同生境的林地对黑侧沟姬蜂寄生率的影响，选设植被密的松 闻混交林 (A)， 

植被密的纯松林 (B)和植被稀的巯残松林 (c)三神不同生境的林地 (表 1)为 试 验 地， 

在 “无橙毛虫”年份，采用人工在各类试验地 中放虫 (拄松毛虫卵)，分别进行试验和考察 

其寄生率。 

寰 1 斌萼I林增生境舞墨 

Table 1 The hahi协t奸 el of experlm etxtaI．forest lands 

蔷驻挚l #丹组成状况 { 植 被 情 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l {j}阏自然裎空林，林分组成为7梧：2栎：1青 
A I罔栎．取层林冠，上层为马甩梧，I 9年生，平均拇 

一  
：!兰 苎： 皇!：!： 一 

R l 鸟尾柽纯椿，lT年生，平均错商7．4米，郁侍l 
l 度o．5，单层#冠． 

#冠下植蜘选2GD多种，其中惋势种有杜鹃，乌饭 

黄耗子、} 木 鱼瞵术、白栎和油茶菩．覆盖串BD ， 

乎蚜高 i i5厘米 ． 

值被22D象种，其中惋势韩有白栎，榧木，乌饭 黄 

栀子，持车，山 胡椴辱。覆盖率8D ，平均膏12D星束． 

雄文 于 ‘q8e年 7月2 L日啦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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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观察和室内饲养 

当林闾松毛虫卵开始孵化时，每天连续观察黑侧沟姬蜂的寄生行为和生活习性等，当松 

毛虫幼虫先后发育到2、4，6龄时，从各试验地随机采回各龄期幼虫100—2OO条，置于养 

虫笼内饲养。观察其寄生率。必须指出，当林间多数松毛虫进入 6龄时，被寄生的松毛虫不 

能发育进入 6龄，故此期采虫，须把被寄生的和未被寄生的随机—起采回。 ‘ 

(三)发育起点沮度和有效积温测定 

用马尾松毛虫幼虫做寄主，在养虫笼内对黑侧沟姬蜂进行人工接种，把刚被产卵寄生的 

松毛虫及时取出，置于室 内变温下单独进行饲养，观察记载黑侧沟姬蜂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和 

每天的室内温度 ，根据各虫态的发育天数和发育期的日平均温度，计算各虫态及世代的发育 ． 

起点温度 (c)和有效积温 (K)，再根据当地气象资料，计算该蜂在当地一年发生的代数。 

．  结 果 及 分 析 
。 I 

(一)发育与沮度的关系 c 

1．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及年发生代数 

根据黑侧沟姬蜂各虫态在室内变温下的发育天数及发育期的日平均温度，用 加 权 计 算 

法，把各个体在发育期间的日平均温度累加，再将所有各个体的总积温进行分组，列成次数 

分布表 (表 2)，以试虫数为权数 (f)，分别乘入Ⅳ、T、Ⅳ 和Ⅳr各项中。该蜂的发 育起 

点温度 (c)和有效积温 )分别根据下式求得 

，三(fNT)一 ( ‘) ( ) 
一 f ( N z)一[ (fN)] 

K = 

卵和幼虫期：CI=8．5oc，K1=315日度 

蛹 期{C 2=10．0℃，K 2=132．7日度 

全 世 代：C。=9．0l七，K =446．9日度 

再根据下式计算出各发育起点温度的标准差 (s ) 

s = ! 

式 中r为观察温度， 为计算温度， 为总积温分组数，T，_C十KV ( 为各种 温 度 下 

的发育速率) 

通 过计算得 s 1=1．1℃ 则Cj：8．5±1．1℃ 

S 2=2．1℃ C2=10．0±2．I℃ 

S =0．6℃ C 3：9．0±0．6l七 

查阅浏阳地区的气象资料，黑侧沟姬蜂茌当地全年的有效总积温为2923．9日度，计算出 

该蜂在当地一年发生 6— 7代。 

2．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 

在最适宜的发育温度范刚内，黑侧沟姬蜂各虫态及世代发育速率与温度呈直线相关，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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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愚翻淘姬蜂各虫态发育起点沮度和有鼓识温 

Table 2 Grow fh·slatting ~oint and effective temperature sum mation of 

each insect stage of Cas~naria nigripes Gravenhorst 

组中值 发育 无蕺 虫敲 
虫态 累计总积温组限 N IT N fN NT 

fT) (N) (，) 

3 3670 64050 

5 5780 1003O0 

6 1 080 3420 6534 11 2860 

卵 7 6727 123690 

4 09】6 59400 

和 5 0880 63600 

3 】323 92】30 

幼 2 5】2 1 5680 

1】 E8】9 123970 

虫 】3 52O0 12NO0 

18 5832 156980 

8 2048 eO160 

85 49240 1040220 

3j0-- 349 340 21 1 441 441 7】40 

300 i 8 2 324 648 l152．0 

300 】7 3 289 867 1 5300 

280 1 6 4 256 1o24 l 792．0 

200 9 1i 81 891 25740 

240 】o 15 1oo 1 500 360啪 

22．0 7 40 】4 7 4620 蛹 

22．0 10 8 】oe BOo l 7600 

2oe 8 l o 64 64o l 6O00 

2oo 7 2 49 98 2．800 

1 80 6 】 36 36 1080 

l 80 9 3 81 243 4860 

】80 7 6 40 294 7560 

69 762．0 168140 

805 44 7 1 936 1 3552． 

Bl0一 $30 825 45 5 2025 1 025 

垒 705 08 12 1444 17328 

750-- 770 7e5 3B 8 1206 10368 

72O一 7‘9 7日5 0自 15 841 10615 世 

705 30 1 3 000 l1 700 

575 2．4 8 676 4608 代 

B45 25 10 6 2 0 6250 

6‘5 23 4 520 2l16 

B2 886B2 

超过或I氐于最适温度范围，则发育速率受抑制 而整个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logis 。曲 

线 (图 1)。 

(二) 生物学特性 。 

1，寄生规律和生活习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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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 {{}毛黑树沟挺蜂发育历期和盘育建率与 自然变 温的美未 

Fig．1 The什laIi0n曲|p be押 c g∞ fh perlod B￡d fa七e of Ca$~narla n 目 p Gravenh~rst and 

A．弗 幼 虫 Ⅳ = +e2·9“5一Ⅱ-136] 

natural temperature ch Ⅱg g 

B． N ： c．±廿 代 N = 0
·0666 ● 

寄生规律 黑侧沟姬蜂主要寄生1— 4龄松毛虫幼 虫，一般不寄生 5龄以上幼 虫。被 寄生的 

松毛虫也不能发育到 5龄，均在4龄以前致死。由于马尾松毛虫发育进度一般不齐，该蜂的母 

代和子代常常可寄生同一代松毛虫幼虫。特别是在松毛虫大暴发后期 ，其发育更不整齐 ，同 

代松毛虫的产卵期可延续 45天以上，而黑侧沟姬蜂在28℃的温度下 ，完成一世代只需24天 ， 

在25℃下，完成一代也只需28天左右，所以其母代和子代完全可以寄生同代松毛虫幼虫，故 

在松毛虫大发生后 ，林间的黑侧沟姬蜂种群数量明显上升，对促使松毛虫种群下降起着重要 

作用． 

在早春和晚秋气温较低季节，黑侧沟姬蜂一般在上午9时至下午5时活动和寄生。在炎 

夏的晴天 ，主要在上午 5—1O时和下午 4— 8时行寄生活动。温度低于15℃或高于32℃时， 
一 般很少活动。在寻找 寄主时，先在树籍上盘旋，而后钻入松针丛中搜索。它们的视力不发 

达，主要靠触角探寻，一旦发现寄主，它就疾速猛抱寄主，将腹部弯曲，伸出产卵管，很快 

把卵产于寄主体内，此时寄主常常困挣扎而滚落着地或牵丝悬空。但是在早晚温度较低时被 

寄生，寄主较少挣扎滚落，只是摇头摆尾。在 “无松毛虫”年份 ，我们在林间单株放虫 (挂 

松毛虫卵)观察，当松毛虫幼虫剐孵出 l一 2天 ，就诱来了黑侧沟姬蜂 因初孵幼虫尚未扩 

散，更有利于该蜂寄生。据1981年 6月 2日观察 ，，一头黑侧沟姬蜂在一放虫株上 3分钟内 

共寄生击落松毛虫初孵幼虫38条，—天之内使该树上的258条初孵幼虫损失了220条，损失率 

达85．27％。该蜂的搜索能力很强，对 观 察株上残存的少量松毛虫还能继续反复搜索寄生， 

见它钻入松针丛中，逐枝逐叶寻找寄主。它对同一条松毛虫可重复寄生几次，初龄劫 虫被多 

次 寄生后 ，该蜂还尚未发育，则导致寄主早 期死亡，故对初龄幼 虫的寄生，该蜂子代的成活 

率却很低。 

生活习性 黑侧沟姬蜂以幼虫在橙毛虫幼虫体内越冬，越冬代历期最长，据1980年观察， 

成虫于lOJq 28日产卵寄生 ，子代于次年 3月 1日始离寄主结茧化蛹 ， 3月28日始羽 ，世代发 

育历 期长达151天。越冬代羽出的成虫，一般很难找到适台其寄生的 l一 4龄松毛虫幼虫(此 

时的松毛 虫大多已进入 5龄)．必须 转换寄主，而以卵越冬的一些鳞翅目幼虫，恰是它在此 

期的最好转主。在转主上繁殖一个世代后 ．至 6月初 ，又可转回寄生第 1代橙毛虫幼 虫。被 

寄生的马尾松毛虫幼虫，取食量逐渐减少，生长发育缓慢，活动迟钝。当该蜂幼虫发育到了 

～ 

。 

一 

．＼． 。～ 气 多． 撇／ 

聃 。× 

綮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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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寄主则停止取食，呈现半死状态 体腔 巳被蜂的幼虫食空。此蜂屠单寄生 ，虽然同一 

寄主能被几次产卵寄生 ，但最后能成活的仅 l条幼虫。在25℃的温度下，卵和幼虫在寄主体 

内发育历期约2O天，幼 虫老熟时就从寄主胸、腹节之间的腹面钻出，爬至附近的橙针或小枝上 

结茧化蛹。从幼 虫钻出寄主至结茧完毕只需 3— 5小时，茧呈圆筒形 ，两端 钝 圆，似 花 生 

米。长6．5—1O．o4米，平均8．3毫米。径3．0—5．0毫米，平均 4．0毫米，剐结的茧为白色， 

后逐渐变为灰白色，两端黑色，近两端 2／4处各由黑斑排列成环状。茧壳分两层 ，外层为一 

较薄的丝状性茧衣，内层黑 色光滑，质地厚而坚韧。在2523温度下，茧期约 8天 ，成虫即从 

茧的一端咬一近圆形的羽化孔钻出。成虫多在上午 8— 12时羽化，当日下午即行交尾。该蜂 

的羽化率与蛹期的平均气温有密切关系 (表 3)．从表 3可看出，当蛹期平均气温在29．3℃ 

以上时，羽化率在9．52％以下，蛹期平均气温在20~C时 羽化率达 83．33 。说 明 7月份的 

高温不利于该蜂的存活和羽化，而平均气温在20~C左右时，有利于蛹的发育和成虫羽化，故 

寰 5 梧毛虫曩 淘姬蜂羽化牢与蠕期平均气沮的关爵5 

Table ； Tb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ergence—rate of CⅡ H口r nigripes 

Gravenhorst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in ~oneooH geglod 

茧 (蛹>期时何珏何 茧期平均气温l 羽化率 
年 度 l查 茧 数 重寄生茧数 应羽茧数 羽 化 数 

(月、 日) (℃) l ( ) 

l口81 

1口83 

1984 

1982 

7．14 

9．52 

E3．33 

84．29 

羽化率达最高。成虫寿命也因羽化时的季节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越冬代的成虫(4月份羽化) 

可存活 8一 l3天 ，而 7月份羽出的成虫仅能存活 3— 5天 

2．重寄生蜂 

黑侧沟姬蜂茧期的主要重寄生蜂有次生大腿蜂 (Brachymeria secudaria Ruschka)、 

广肩小蜂 (Eusytoma sp．’)、单齿长尾小蜂 (Monodontomerus dentipes Boheman)和—种 

姬蜂 (学名待定)，其中以次生太腿蜂的重寄生率最高 ，达33．8O 。同时因橙毛虫的 世 代 

不 同，上述 4种蜂对黑侧沟姬蜂的混台寄生率有明显差异 ，以第 3代松毛虫越冬后所化的蜂 

茧重寄生率最高，达6O．56 ，其次是寄生第 1代松毛虫所化的蜂茧，其重寄生率为43．24 ， 

第 3代松毛虫越冬前所化的蜂茧，重寄生率仅1．15 。 

3．主要转主 

黑侧沟姬蜂除寄生马尾松毛虫外，还能寄生多种昆虫，如西伯利亚橙毛虫(Dendrolimus 

g．perans Butler)，古毒蛾 (Orgy扣 antigua Linnaeus)等。据我们初步调查 ，在当地 巳发现 

的主要转主有栎黄枯叶蛾 (Trabala vishncu g[gcntina Yang)、思茅松毛虫 (Dendrolimus 

kikuchif Matsumura)、油茶枯叶蛾 (Lebeda nobflis Walker)等。由于该蜂转主较多，故 

其种群能在林间顺利延续。 

4．不 同生境与寄生率的美系 

在 3种不同生境的林地 中，黑侧沟姬蜂对松毛虫的寄生率有很 大 差 异 (图 2)。先 从 

1979年对橙毛虫 3个世代的平均寄生率看，以植被密的橙阔混交林 (A地)的寄生率最高， 

0  0  

● _ 0  0  

j ●  一 一 一 一 
仲 

T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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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C 3O

～．U(II IIIII t2 5 ’． 各个世代的寄生率，也都以 最高， 地最 『 _ 低。在不同的生境中，黑侧沟姬蜂的寄生率之 ：一一【 一l __一1 所以产生如此显著的差异，主要是困为A地植 ；⋯ 1_l ■l ● 一 物种类繁多，约为c地的2．3倍，以植物为食的 ⋯ l l 一切_] 圈豳 昆虫种类也十分丰富，约为c地的．倍．所 5． _翻■溯■ 一 圈 以黑侧沟姬蜂的转主也相应增多。同时A地具 0Lj —I LJ 瞄—J ‘ 

裹 4 黑翻淘姬蜂林问寄生宰与膏圭世代的关系 

Tabt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slt~c-rale of C0s 0 B[gripes 

Gravenhorst and the host ge~eratIon 

历 年 寄 生 率 ( ) ， B年 间平 寄生 期 间 
’ 

。so 
I ，。e l ，。e 均寄生率 平均气温 ( ) ( ' 

r }  

11．g5 8．44 ’ 41
．
1 B 2．21 0．O0 2．3 3 ，1．02 25．8 

B．65 5．76 0．0D 2．B3 O．99 2．68 3．49 2日．1 

，4．25 41．04 21．0， 17．79 3O．10 35．92 26．60 1 ．2 

林墙生境t植被稀的醢瘦}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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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群数量逐年波动与气象因素的关系 

以黑侧沟姬蜂连续 7年对松毛虫第 l、 2、 3代幼 虫的寄生率分别为 应 变 垦y 、y：、 

y。。以影响各代寄生率波动的有关气象因子为 自变量x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5)。 

从表 5看，黑侧沟姬蜂对第 l代松毛虫连续 7年寄生率 ( )的波动与全年霜冻日数(x ) 

呈负相关，与当年 6月平均气温 ( 。)和上年 8月份降雨量 ( s)呈正相关，说明全年的 

霜冻日数多．不利于该蜂越冬保种，进而影响对第 l代松毛虫的寄生率。6月份是该蜂寄生 

第 l代橙毛虫的盛期，若本月平均气温较高，有助于提高寄生率。该蜂对第 2代橙毛虫寄生 

率 (y )的波动与当年8月份降雨量 。)呈正相关，与全年霜冻日数 0 ，)和当年 5月 

份最长连续晦水日数 ( )呈负相关。因为 5月份是当地雨季，若长期连续降雨，不 利 于 

该蜂的存话和寄生， 8月份是高温季节 ，又正是该 蜂寄生第 2代松毛虫的高峰期，此期若降 

雨量多，能相对地降低气温，有利于寄生率的提高。对第 3代松毛虫寄生率 (y s)的波动与 

当年 7月份降雨量 )和 当年10月份平均气温 )呈正相关，因为10月份是该蜂寄生 

第 3代松毛虫的盛期 ，若寒潮来得晚，10份平均气温高，就会显著提高对第 3代松毛虫的寄 

生 率 。 

寰 5 ■曩I淘蛭蜂种群鼍量蕊年波动与有关气蠢田早的固归分析 

Table 5 R~TessiOU日那 lysis of annual f|UC／Ultion of Cgsi~aria n．gr-p G,avenhorst 

~opulatlon and meteo*o]osica]pheDomeDu fRctO~S 

拽 性 回归方 程 

f 垒 年 

J 当年 

第 1当年5 
一 l 寄 

jt l 

霜冻 日数 ●l 

8月份 降 雨 量(ram) 5 7 

月最长莲续降承 日蕺 xI 3 

生 率 ( ) 2 

2D 2．5 『2．3 a3 34 1 3 7 【2 3 

I 2日．a 35O．9 l 8．8 7D．6 48．7 r l 65．9 J a6．9 
4 5 7 9 I 7 0．9600 11．7{ 

24．T4 38．63． 11．12 3．53 7·6D J 2·30 } 3·72 

线性回归方程 l P=o．05，F=9．t8，现F=̈ ．T5>9．23 

I当年 月份降雨量(皿m) I 194．7 6r．8 30．i 86．2 148．B}1 3 lJ“．5 
1当年lo月份平均气温t|c) 19．7 19．1 15．1 19．7 1 8． l 17．5 I 18．。{o．8644 5．9 
寄 生 率 ( ) 40．66 25．6口 3．3i 18．00 24．1i 27．4 7 a4．43 l 

代 3=O．129Xfl+3．2fi5X 一47-0O4 

线性 回 归方 程 P=0．10，F=4．a2，P=0．o5，F =6．94 

现4．32<F 5．91<6．94， 回归 羌 系接 近显 著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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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AND P0PULATl0N FLUCTUATl0N OF CASINARIA 

NtGRIPES G RAVEN H0RST 

M a W anyan Peng Jianwen W ang Xilin Zuo Yuxiang 

(Hanar~lnct~ate ol Forestry Science，Chartgs~m) 

Casinaria nigripes Gravenhorst is the primarily parasitoids of pine caterpillar， 

Dendrohmus pu~ctatus．They attack 1st to 4th instar larva resulting in，some times， 

the total parasitization up to 66．64 ． 

Casinaria nigripes completes 6——7 generations a year w ith overwintering as 

larva in its hosts．The d e'velopmcnt threshold for whole generation is 9．0±0．6"C 

with effective temperature summation to be 446．9 day—degrees． M ature larva 

em erges through hos t skin and pupates on som e needdles and twins． Eight hosts 

and four Hyperpam sit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field in Hunan province． 

Rates 0f parasitization in forests are influenced by types and growth eodi— 

tion of forests with the highest in the mixed stand followed by the closed pure 

pine stand then the sparse stand． 

Parsitoid population sizes of Casiniria nigripes are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precipitations in July-- Angust，and inversely to the num bers of frosty days in a 

， 

year． 

Ksy wo rds： Casinaria nigripes Gravenhorst， developm ental threshold of 

temperature， effective temperature sum 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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